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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基于上海世博会国内游客调研数据分析棳构建世界级博览会游客感知价值维度与行为

意向暍重游意向的结构方程模型棳并进行关系验证暎研究表明椇 棬棻棭上海世博会国内游客感

知价值包括服务价值暍美感价值暍效用价值暍愉悦价值暍感知价格暍便利价值六个测量维度暎
棬棽棭效用价值暍服务价值暍愉悦价值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棳而美感价值暍感知

价格暍便利价值对行为意向影响不显著暎 棬棾棭效用价值暍愉悦价值暍服务价值暍便利价值对

游客重游永久世博意向影响显著棳而感知价格暍美感价值影响不显著暎棬棿棭感知价值维度上棳
效用价值是主导国内游客行为意向与重游永久世博意向的主要因素暎构建以游客为中心的感

知价值与行为意向关系模型棳并进行深入研究棳对于重大事件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暎
关 键 词椇重大事件椈感知价值椈行为意向椈重游意向椈上海世博会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棸灢棸椄 棬棽棸棻棻棭棸棿灢棸椃棾灢棻棽

棻暋引言

暋暋世界博览会与奥运会暍世界杯等类似棳在事件及事件旅游研究领域棳其性质属于重大

事件椲棻椵棳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具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

性活动棳被誉为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界的奥林匹克盛会椲棽椵棳按照 斍斿旚旡对事件旅游的分类棳
世博会属于事先经过策划的事件棳是事件旅游重点研究领域椲棾椵暎近年来棳包括大型博览会

在内的事件旅游蓬勃发展棳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市场上发展 快旅游产品之一椲棿椵棳同大型事

件发展迅速相比较棳事件旅游研究相对滞后棳相关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有待深入开展暎在已

有的国外事件旅游研究中棳从供应暍管理的角度研究居多棳而对于顾客行为暍需求等顾客

导向问题关注较少椲椵暎然而在重大事件活动中棳消费者对参与其中所获取的价值感知与评

价是事件举办的核心棳也是事件活动和事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椲椂椵暎感知价值是

消费者在把从消费产品或服务中感知到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进行权衡后的总体评价棳研究

上一般是借助心理学研究方法结合服务营销特点棳对顾客的这种主观评价进行测量椲椃椵暎传

统感知价值的研究多为成本与收益暍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的比较与权衡棳随着研究的推进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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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顾客感知价值的测量手段与方法模型也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椲椄椵暎在旅游研究领域棳已有针

对休闲与旅游的斢斉斠斨棴斝斉斠斨斄斕量表椲椆椵椈针对包价旅游的 斍斕斚斨斄斕量表椲棻棸椵椈针对饭

店体验价值的三维量表椲棻棻椵暎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棳针对入境旅游暍观光旅

游暍节事活动等开展了实证研究棳取得了一定进展椲棻棽暙棻椃椵暎而游客行为意向研究一直被认

为是旅游产业与旅游研究领域 重要的课题棳在现代营销活动中棳行为意向特别是游客重

游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棳因为游客积极的行为意向可以被看作是游

客忠诚棳并能够为旅游地传递良好的口碑椲棻椄椵暎在产业领域棳行为意向被认为是整体的或

部分具有经济性质的现象棳旅游目的地发展依赖于旅游者积极的口碑宣传椲棻椆椵暎近年来棳
对游客行为意向的研究逐渐聚焦于旅游者先前的行为体验棳已有的研究成果验证了游客满

意度暍旅游体验质量暍过去的经历等因素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椈以及旅游地游客安全感

知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对于游客重游意向暍旅游地选择的影响等椲棻椄暙棽椂椵暎
暋暋综上所述棳在旅游者感知价值研究领域棳缺少专门针对世界级博览会类事件游客感知

价值的研究椈在重大事件旅游研究方面棳针对游客行为意向暍重游意向研究较少暎然而对

重大事件游客感知价值进行科学的度量棳分析其对相关事件感知评价以及对行为意向的影

响是相当重要棳也是非常必要的工作棳因为游客对旅游事件的感知评价以及相应的参与行

为棳会对游客未来参与意向和宣传推荐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暎上海世博会作为世界级博览

会于棽棸棻棸年棻棸月棾棻日顺利落下帷幕棳创下了世博会历史上椃棾棸棸多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棳
上海世博会为举办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暍社会暍文化效益棳对区域经济与旅游产业的发展产

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暎对上海世博会游客感知价值与行为意向进行深入研究棳对于重大事

件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暎
棽暋研究方法

棽灡棻暋量表开发

暋暋游客感知价值量表开发依据游客半结构访谈以及结合文献的内容分析暎在大量阅读文

献的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棳充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椲椆暙棻椃椵棳结合上海世博会宾客消费特

征棳在此基础上选择和设计有关游客感知价值测量结构量表椈在世博游客行为意向上棳采

用了较为普遍的实测指标椲棽棿暙棽椂椵暎为了提高测量量表的针对性暍适用性与科学性棳基于

棽棸棻棸年椂中旬去上海世博园进行的实地体验棳并进行半结构访谈与游客预调研 棬共回收

完整问卷椂椄份棭棳对问卷进行修改与删减棳邀请参观过世博园的同行专家对问卷进行优

化棳形成问卷初稿暎通过本地旅行商对参观过世博园的游客再次进行预调研棳修改表述不

清暍游客不愿填写的部分选项形成完整的调研问卷暎量表在开发中充分借鉴了已有研究成

果棳博采众长棳进行两次预调研暍两次修改多次优化棳具有良好的针对性以及较高的内容

效度暎
暋暋本研究使用了调查问卷的四部分题目暎第一部分是游客基本情况椈第二部分是测量游

客价值感知维度指标棳主要设计了旅游服务价值暍公共服务价值暍便利价值暍美感价值暍
感知价格暍功能效用价值暍愉悦价值等测量指标椈第三部分主要是游客行为意向测量指

标椈第四部分是游客重游永久世博园测量指标暎问卷调查中棳主要要求调查对象回答的问

题以两种方式出现棳第一种为客观选择题棳主要调查被调研者基本情况棳包括基本信息和

游客行为特征两部分内容椈第二种以 斕旈旊斿旘旚量表方式设计的问题棳内容涉及到游客感知

价值的各测量维度暍行为意向暍重游永久世博意向三个方面的测量题目棳在以下研究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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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将其命名为感知维度 暍行为意向 暍重游永久世博意向 暎测量指标的度量采用斕旈旊灢
斿旘旚 级尺度度量法棳多项目的要素度量值取总和平均值度量暎
棽灡棽暋调查过程

暋暋本研究大部分调研是在棽棸棻棸年椂月暙棽棸棻棸年棻棸月完成棳先后进行五次集中调研棳椂
月中旬进行预调研椈正式调研于椃月棽棸日暙棽 日暍椄月棽棸日暙棽 日暍椆月棽棽日暙棽椃
日暍棻棸月棻 日暙棻椄日间进行棳历时棽椂天暍共棻棾椂人天棳调研主要在上海市内进行暎为

了提高调研的科学性与参考价值棳具体调研主要选择在上海世博园区 棬园内餐厅及宾客休

息区暍园区外棻暍棽暍椂暍椃暍椄号门出入口休息等候区棭进行棳考虑到天气因素以及游客游

览活动规律棳调研时间大部分在下午棾点到椂点棳园区内游客参观结束休息时暍园区外团

队参观结束集合离开前暎市内调研点选择在上海市博物馆暍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暍外滩复

兴路老码头内黄埔棻号私房菜馆等场所暎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与调研质量棳分别采取了

赠送世博明信片及纪念品等方式暎
暋暋考虑到调研对象时间断面上的代表性棳本研究在上海集中调研的同时棳也进行了补充

调研暎通过黄山中海国际旅行社 棬全国百强旅行社棭进行了补充调研棳主要通过旅行社导

游人员对本社接待的世博线已经参观过世博园的游客进行调研棳选取集中调研时间外的游

客样本椈补充调研的目的主要保证游客时空断面的延续性与代表性暎

表棻暋上海世博会国内游客人口与行为特征

斣斸斺灡棻暋斣旇斿斾斿旐旓旂旘斸旔旇旈斻斸旑斾斺斿旇斸旜旈旓旘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斾旓旐斿旙旚旈斻旚旓旛旘旈旙旚旙旈旑斢旇斸旑旂旇斸旈斪旓旘旍斾斉旞旔旓
项目 类别 频数 比例棷棩 项目 类别 频数 比例棷棩
性别

年龄

职业

收入

水平

男

女

棻椄岁以下

棻椄暙棽棿岁

棽 暙棾棿岁

棾 暙棿棿岁

棿 暙椂棸
椂棸岁以上

学生

政府职员

事业单位

个体经营者

企业职员

其他

棽棸棸棸元及以下

棽棸棸棸暙棾棸棸棸元

棾棸棸棸暙 棸棸棸元

棸棸棸暙棻棸棸棸棸元

棻棸棸棸棸元以上

椃棻
椆棸

棽棿椆
棾椂棾
棾棻棸
棽椂棿
椆椃
棻椃
棿棾
棻棸椆
棽棿
椃棾
棽椄
棻棿椆
棿棾椂
棾棻棿
棽棽椄
椆
棻

棿灡椄
棿灡棽
棻椆灡棽
棽椃灡椆
棽棾灡椄
棽棸灡棾
椃灡
棻灡棾
棾棾灡椂
椄灡棿
棻椄灡椆
灡椂

棽棽灡棸
棻棻灡
棾椄灡椄
棽椃灡椆
棽棸灡棾
椄灡
棿灡

文化程度

旅行方式

观世博次数

来自地域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参加旅行团

家庭

单位组织

亲友结伴

其他

棻次

棽次

棾次

棿次及以上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港澳台

棿棻棿
棾棿椆
棿椂椆
椂棾
棿椆椂
棻椆椂
棽棸
棽棻椃
椆
椂椄棾
棾椆椃
棻棻棿
椆棸
棻棽棸
棽棸棿
棻棻椃
棻棸椃
棻棸棸
棾棻

棾棽灡棸
棽椂灡椆
棾椂灡棽
棿灡椆
棿棻灡棸
棻椂灡棾
棻椂灡椆
棻椃灡椆
椃灡椆
棾灡棽

棾棸灡椆
椄灡椆
椃灡棸
椆灡棽
棻灡椂
椆灡棸
椄灡棽
椃灡椃
棽灡棿

暋暋暋暋注椇频数统计不含缺失值暎样本地域分布中湖北暍河南各占棿灡棻棩棳其他省市 棬自治区棭占棾椆灡椃棩暎

棽灡棾暋样本结构

暋暋本次调研 棬资料获取统计截止棽棸棻棸年棻棸月棽棸日棭总共回收问卷棻椂椂份棳剔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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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暍填写不完整及其他无效样本棳使用有效问卷样本棻棾棸 份棳有效问卷率为椄棾灡棾棩暎
根据调查资料统计显示棳本次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旅游特征分布如表棻所示暎在被

调查样本中棳男性共计椃棻 人棳占受访比例 棿灡椄棩棳女性 椆棸人占棿灡棽棩棳男女比例基

本持平暎年 龄 结 构 上棳以 棻椄 岁 以 下 占 棻椆灡棽棩棳棻椄暙棽棿 岁 占 棽椃灡椆棩棳棽 暙棾棿 岁 占

棽棾灡椄棩棳棾 暙棿棿岁占棽棸灡棾棩棳棿 暙椂棸岁占椃灡 棩棳椂棸岁以上占棻灡棾棩暎收入方面棳月收

入棽棸棸棸元及以下暍棽棸棸棸暙棾棸棸棸元群体 多棳分别占样本总量的棾椄灡椄棩和棽椃灡椆棩椈职业

构成上学生群体暍企业暍事业单位职员居多棳分别占总数的棾棾灡椂棩暍棽棽灡棸棩暍棻椄灡椆棩椈
受教育程度上以大学本科 多棳占总人数的棾椂灡棽棩棳其次是高中及以下暍大专暍硕士及

以上分别占棾棽棩暍棽椂灡椆棩暍棿灡椆棩暎游客组织方式上棳参加旅行团占棿棻棩棳家庭出行占

棻椂灡棾棩暍亲友结伴占棻椃灡椆棩棳单位组织占棻椂灡椆棩椈参观世博园次数上棳以棻次进园为主棳
占总样本的 棾灡棽棩棳棽次暍棾次暍棿次及以上的分别占棾棸灡椆棩暍椄灡椆棩暍椃灡棸棩椈地域分布

上棳样本分布覆盖全国所有省暍直辖市暍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棳其中棳长三角地区占

棾棾灡椄棩 棬上海市占椆灡棽棩暍江苏占棻灡椂棩暍浙江椆灡棸棩棭棳其次是安徽暍山东暍湖北暍河

南分别占椄灡棽棩暍椃灡椃棩暍棿灡棻棩暍棿灡棻棩棳港澳台地区占棽灡棿棩棳其他省市共占棾椆灡椃棩暎
棽灡棿暋研究方法

暋暋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软件旙旔旙旙棻椄灡棸版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棳除问卷的信度暍效度

分析外棳还使用了描述统计频数分析暍比较均值分析暍聚类分析等椈采用 斄斖斚斢棻椃灡棸版

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棳进行数据效度暍信度检验以及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分析暎
棾暋感知价值维度分析

暋暋采用斢斝斢斢棻椄灡棸对样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棳在进行样本分析前棳先进行样本的信度

与效度检验棳对所有感知价值维度实测指标进行可靠性度量 棬表棽棭棳结果显示数据斆旘旓旑灢
斺斸斻旇棫旙毩信度值高达棸灡椆椂棾棳表明研究的数据信度是可靠的暎同时棳采用 斔斖斚和斅斸旘旚旍斿旚旚
球体检验两种 常用的效度检验方法棳来确定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暎斢斝斢斢分析检

验结果显示 棬表棾棭棳斔斖斚 度量值为棸灡椆椂椃棳斅斸旘旚旍斿旚旚球体检验近似卡方值为棽椆椃椃灡椃椄棻棳
通过了斅斸旘旚旍斿旚旚棫旙的球形度检验 棬 接近于棸棳小于显著性系数棸灡棸 棭暎斔斖斚检验值椌棸灡椃
说明因素分析的适合度较好棳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椈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统计量概率斝接近

于棸棳小于显著性的棸灡棸 棳拒绝了球体检验的零假设棳说明相关系数矩阵有显著差异棳验

证了该组数据适合因素分析椲棽椄椵暎然后将样本分成两组棳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

性因素分析暎
表棽暋可靠性统计量

斣斸斺灡棽暋斣旇斿旘斿旙旛旍旚旙旓旀旘斿旍旈斸斺旈旍旈旚旟
旙旚斸旚旈旙旚旈斻旙斺斸旙斿斾旓旑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棫旙斄旍旔旇斸

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棫旙斄旍旔旇斸 基于标准化项

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棫旙斄旍旔旇斸 项数

棸灡椆椂棽 棸灡椆椂棾 棾

表棾暋斔斖斚和 斅斸旘旚旍斿旚旚的检验

斣斸斺灡棾暋斣旇斿旘斿旙旛旍旚旓旀斔斖斚斸旑斾斅斸旘旚旍斿旚旚棫旙旚斿旙旚
取样足够度的 斔斸旈旙斿旘灢斖斿旟斿旘灢斚旍旊旈旑度量 棸灡椆椂椃

斅斸旘旚旍斿旚旚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棽椆椃椃灡椃椄棻
斾 椄棽棸

棶 棸灡棸棸棸

棾灡棻暋探索性因素分析

暋暋采用斢斝斢斢棻椄灡棸对游客感知价值测量指标进行降维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棬表棿棭暎按照

斢旚旘斸旛斺的做法棳因子载荷截取点为棸灡 棳对于任何因子上都低于棸灡 或者多个因子上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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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棸灡棿的的题项进行删除椲棽椃椵棳以此为依据棳对分析结果中一个维度上因子载荷大于棸灡
而在另一维度上 棬便利价值棭载荷大于棸灡棿的计划测量的愉悦价值指标 暟排队容忍暠暍便

利因子指标 暟场馆易询暠暍公共服务因子 暟居民游客态度暠进行删除暎再次对样本数据进

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棳并检验样本的 斔斖斚值暍显著水平值棳然后提取公因子方差和探索

性因子载荷等暎
表棿暋感知价值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斣斸斺灡棿暋斣旇斿旘斿旙旛旍旚旓旀斿旞旔旍旓旘斸旚旓旘旟斸旑斾斻旓旑旀旈旘旐斸旚旓旘旟旀斸斻旚旓旘斸旑斸旍旟旙旈旙

基础测量变量
探索性

因素载荷

验证性

因素载荷

提取

公共因子

旋转后

方差载入棷棩
棻服务及时性 棸灡椃椆 棸灡椄棾
棽人员态度 棸灡椃椄 棸灡椃椃
棾仪表仪态 棸灡椃椄 棸灡椄棸
棿安全保卫 棸灡椃棾 棸灡椃椂

交通服务 棸灡椂棽 棸灡椃棻
椂环境卫生 棸灡 棸灡椂椂
椃交通安排 棸灡棿 棸灡椂棾
椄信息获得 棸灡棾 棸灡椂棻
椆整体组织 棸灡棻 棸灡椂椆

棻
服务价值

棻灡椆棿

棻棸美感与视觉冲击 棸灡椃椂 棸灡椄棿
棻棻场馆设计 棸灡椃棾 棸灡椃椂

棻棽展会及活动安排 棸灡椃棻 棸灡椄椃
棻棾展示活动观赏性 棸灡椂棿 棸灡椄棻
棻棿主题诠释及感知 棸灡 棸灡椃椆

棽
美感价值

棻棽灡椄椆

棻 领略世界文化 棸灡椃棾 棸灡椄椂
棻椂领略科技发展 棸灡椃棸 棸灡椄椂
棻椃增长知识见识 棸灡椂椆 棸灡椄椂

棻椄增加谈资 棸灡椂棾 棸灡椃椂
棻椆提高素养 棸灡椃 棸灡椃棿

棽棸引起羡慕兴趣 棸灡椃 棸灡椆

棾
效用价值

棻棽灡棾椆

棽棻放松身心 棸灡椃椆 棸灡椆棸
棽棽抛开烦恼 棸灡椃椄 棸灡椄椆
棽棾心情愉悦 棸灡椃棿 棸灡椄
棽棿充满乐趣 棸灡椂椆 棸灡椄椃

棿
愉悦价值

棻棸灡椆棽

棽 饮食价格 棸灡椃椆 棸灡椂
棽椂住宿价格 棸灡椃 棸灡椃椃

棽椃世博商品价格 棸灡椃棿 棸灡椂棽
棽椄交通价格 棸灡椂椄 棸灡椃椃
棽椆门票价格 棸灡椂 棸灡椃棽

感知价格
棻棸灡棾棿

棾棸园区饮食 棸灡椃椆 棸灡椄棽
棾棻园区购物 棸灡椃 棸灡椂
棾棽住宿预订 棸灡椂 棸灡椄棻

椂
便利价值

椃灡棽椃

暋暋暋暋暋暋暋注椇探索性分析中指标在其他维度上较小载荷省略暎累计方差载入椂椆灡椃棿椂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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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分析结果显示棳感知价值测量指标数据矩阵信度较高棳斔斖斚值为棸灡椆椂棸说明取样适

当性量数较大棳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棳斅斸旘旚旍斿旚旚曚旙的球形度检验 值接近于棸棳达到了显著

性水平棳再次证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暎通过 斔斸旈旙斿旘标准化的 大方差正交旋转棳
所有棾棽个测量条款共汇聚成椂个特征根大于棻的有效因子棳由方差的贡献率来看棳前椂
个成分因子累计解释了椂椆灡椃棿椂棩的信息棳已经超过椂棸棩方差贡献率的 低标准棳说明所

提取的椂个因子是可以接受的椲棽椄椵暎
棾灡棽暋验证性因素分析

暋暋采用 斄斖斚斢棻椃灡棸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棳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棳建立一阶验证

测量模型棳以分组样本进行模型适配检验棳模型的基本适配指标良好棳修正模型的整体适

配度中的绝对适配度指标暍增值适配度指标暍简约适配度指标均达到良好适配标准暎
表 暋模型的信度效度检验

斣斸斺灡 暋斣旇斿旚斿旙旚旓旀旜斸旍旈斾旈旚旟斸旑斾旘斿旍旈斸斺旈旍旈旚旟
潜变量 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棫旙毩信度 组合信度 值

棻 棸灡椆棸椂 棸灡椆棸椂 棸灡棽棻
棽 棸灡椄椆椆 棸灡椆棸椄 棸灡椂椂棿
棾 棸灡椆棸棻 棸灡椆棸棿 棸灡椂棻
棿 棸灡椆棾棽 棸灡椆棾棻 棸灡椃椃棸

棸灡椄棾椄 棸灡椄棾棿 棸灡棸棽
椂 棸灡椃椂棸 棸灡椃椃椆 棸灡棿椃

暋暋得到良好的测量模型后棳对各维度

的信度暍效度分别进行检验棳以验证模

型适用性暎结果显示 棬表 棭棳各维度数

据的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棫旙毩值在棸灡椃椂棸暙棸灡椆棾棽之

间棳模型的数据信度较好椈效度检验方

面棳量表是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

上棳做了一定数量的游客访谈棳并经同

行专家反复修改讨论成稿棳保障了内容

效度椈模型一阶潜变量对应的各测量指

标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棬验证性因子载荷棭均在棸灡 暙棸灡椆 之间 棬表棿棭棳测量指标因子负

载平方值 棬棽棭在棸灡棾 暙棸灡椄棽之间 棬绝大部分大于棸灡 棭棳六个一阶潜变量的均方差抽取

值 棬 棭在棸灡棸棽暙棸灡椃椃棸之间 棬均大于棸灡 棭棳组合信度在棸灡椃椄暙棸灡椆棾之间棳模型收

敛效度与辨别效度均得到有效检验暎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也验证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论

模型暎
暋暋从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棬表棿棭棳在第一个公共因子 棻上棳共有较高负载量的椆个

变量棳分别代表游客对旅游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的感知价值评估棳可以将其命名为 暟服务价

值暠椈第二个公因子 棽可以理解为游客对于世博场馆设计观赏性与美感感知评价棳可将

将其命名为 暟美感价值暠椈第三个公因子 棾可以理解为参观世博会给游客带来的利益或

动机的满足棳是游客在参观世博园所获得核心旅游价值的感知评价棳将其命名为 暟效用价

值暠棳同理可以将第四个公因子 棿命名为 暟愉悦价值暠椈将第五个公因子 命名为 暟感
知价格暠椈将第六公因子 椂命名为 暟便利价值暠暎
棿暋感知价值与行为意向关系斢斉斖 验证

暋暋结构方程模型 棬斢斉斖棭也称潜在变量模型棳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

法棳可以检验模型中显性变量暍潜在变量暍干扰与误差变量间的关系棳进而获得自变量对

依变量影响的直接暍间接或总体效果暎斢斉斖 分析软件中棳斄斖斚斢 棬矩结构分析棭集成了

多种分析方法棳实务上运用于斢斉斖 分析棳又称因果模型分析棳可以使研究者有效辨识潜

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棳近年来被广泛应用到各个研究领域椲棽椆椵暎
棿灡棻暋感知价值暍行为意向斢斉斖 验证

暋暋构建了国内游客体验价值测量维度模型后棳为了进一步了解与验证感知价值各维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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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关系棳研究建立了感知价值各维度与游客行为意向的斢斉斖 模型 棬图
棻棭棳并进行验证研究暎行为意向量表中棳推荐暍支持暍宣传等三项测量指标数据的斆旘旓旑灢
斺斸斻旇棫旙毩信度值为棸灡椄椃椄暍斔斖斚为棸灡椃棻椃棳并通过了斅斸旘旚旍斿旚旚曚旙球体显著性检验棳这部分

数据的信度暍效度得到较好验证暎利用 斄斖斚斢棻椃灡棸来建立感知价值对行为意向的结构方

程模型棳并对整体样本数据进行模型适配棳利用软件来计算设定模型的适配指数暍各路径

系数的估计值和 值检验暎

图棻暋感知价值与行为意向的斢斉斖 模型

斊旈旂灡棻暋斉旙旚旈旐斸旚斿斾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斸旍旐旓斾斿旍旓旀
旔斿旘斻斿旈旜斿斾旜斸旍旛斿斸旑斾斺斿旇斸旜旈旓旘旈旑旚斿旑旚旈旓旑

暋暋设定模型的适配指

标方面棳由于样本数量

非常大棳本研究舍弃卡

方检验的评判棳而是评

判其他适配指标椲棽椆椵暎分

析结果显示棳基本适配

指标方面棳估计误差变

异达到显著水平暍潜在

变量与测量指标间的因

子 负 载 值 介 于 棸灡 暙
棸灡椆 之间棳模型的基本

适配良好暎整体适配度

方面棳绝对适配度指标

暍 暍
分 别 为 棸灡椆棸椂暍棸灡棸棿椄暍
棸灡棸棿椈增值适配度指标

棬 佳 值 椌棸灡椆棭 暍
暍 暍

分 别 为 棸灡椆棽椃暍棸灡椆棻椂暍
棸灡椆棿棽暍棸灡椆棾棽暍棸灡椆棿棻椈
简约适配指标 棬 佳值

椌棸灡 棭 暍 暍
暍 分 别 为

棸灡椃椆椆暍棸灡椄棻棽暍棸灡椄椃椃暍
棸灡椃棾棾椈 小于独立模

型值棳 小 于 饱 和

模型与独立模型棳模型

整体适配良好暎内在结

构适配度检验方面棳所

有观察变量的项目信度

绝大部分达 到 棸灡 棳全

部在棸灡棾以上 棬标准化

系 数 棽椄 个 在 棸灡椃棻 以

上棭棳组 合 信 度 在 棸灡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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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棬达到良好与 佳水平棭暍潜变量的 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棫旙毩信度均大于棸灡椃 棬 佳组合信度指

标棭棳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棸灡 棳所有参数统计量的估计值达到显著水平棳
设定模型的内在适配较为理想暎综合各项适配度指标棳预设模型适配状况良好暎

图棽暋感知价值与重游意向的斢斉斖 模型

斊旈旂灡棽暋斉旙旚旈旐斸旚斿斾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斸旍旐旓斾斿旍
旓旀旔斿旘斻斿旈旜斿斾旜斸旍旛斿斸旑斾旘斿旜旈旙旈旚旈旑旚斿旑旚旈旓旑

暋暋模型估算结果显示 棬图棻棭棳
感知价值测量维度各测量指标标

准化 路 径 系 数 棬因 素 载 荷棭在

棸灡椂暙棸灡椆棸之间棳行为意向测量

指标的标准化系数棸灡椃 暙棸灡椆棸棳
棬棽棭在棸灡棾 暙棸灡椄棽之间棳 值

的检验结果均具有显著性暎一阶

潜变量 棻服务价值暍 棽美感价

值暍 棾效用价值暍 棿愉悦价值暍
感知价格暍 椂便利价值对行

为意向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

为棸灡棽椃棸暍棸灡棸椆椆暍棸灡棾椃椆暍棸灡棾棽 暍
棸灡棸棻暍棸灡棸棸棻 棬表椂棭棳 值检验

中棳 棻曻 暍 棾曻 暍 棿曻 的

临界比 棬斆灡斠灡值棭分别为椄灡棸棽椃暍
椃灡棾棾棿暍椄灡椆椄椃 棬绝 对 值 棭 大 于

棻灡椆椂棳达 到 显 著 性 水 平棳斎棻暍
斎棾暍斎棿假设通过验证 棬表椂 棭椈
而 棽曻 暍 曻 暍 椂曻 的临

界 比 值 分 别 是 棻灡椆暍棻灡棽椂暍
棸灡椂椂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棳 棽暍

暍 椂假设被拒绝暎
棿灡棽暋感知价值与重游永久世博意

向斢斉斖 验证

暋暋游客重游意向受多种因素影

响棳但在游客旅游经历中的价值

感知无疑在其重游意向及其重游

决策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暎上海

世博会属于综合性的博览会棳其

不同于永久性旅游吸引物棳这类

事件具有时间上的短暂性与吸引

物留存的不完整性等特征暎因此棳
本研究除了验证感知价值维度对

游客推荐暍宣传等行为意向影响

关系外棳还进行了游客体验价值

维度对重游永久世博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棳以探索这类特殊事件中游客感知价值对世

博结束后重游意向影响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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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采用 斄斖斚斢棻椃灡棸建立体验价值维度对重游永久世博意向的斢斉斖 模型 棬图棽棭棳将感

知价值各测量维度 棬潜变量棭作为外因变量棳将重游永久世博意愿作为内因变量棳通过全

体样本数据进行模型适配检验棳计算路径系数暍分析 值显著性暎分析结果显示棳模型

估计误差变异达到显著水平暍潜在变量与测量指标间的因子负载值介于棸灡 暙棸灡椆 之间棳
基本适配度良好椈模型的绝对适配指数 暍 暍 分别为棸灡椄椆椄暍棸灡棸椂椃暍
棸灡棸椂椄椈增 值 适 配 指 数 暍 暍 暍 分 别 为 棸灡椆棻棽暍棸灡椄椆椄暍棸灡椆棽棾暍
棸灡椆棻棻暍棸灡椆棽棾椈简 约 适 配 指 标 暍 暍 暍 分 别 为 棸灡椃椆棸暍棸灡椄棸棸暍
棸灡椄椂棻暍棸灡椃棻棿棳均大于棸灡 的标准椈 小于独立模型值暍 小于饱和模型和独立模

型值棳模型的整体适配度良好暎内在结构适配检验方面棳观察变量的项目信度大部分达到

棸灡 棳全部超过棸灡棾 棬标准化系数棽 个在棸灡椃棻以上棭棳组合信度在棸灡椃 以上 棬达到良好

与 佳水平棭暍斆旘旓旑斺斸斻旇棫旙毩信度均大于棸灡椃 棬 佳组合信度指标棭棳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

抽取量均大于棸灡 棳所有参数统计量的估计值达到显著水平棳模型内在适配指标良好暎综

合各项适配度指标棳模型适配状况比较理想棳达到可以接受水平暎
暋暋路径系数分析结果显示 棬图棽棭棳感知价值维度中棳 棻服务价值暍 棽美感价值暍 棾
效用价值暍 棿愉悦价值暍 感知价格暍 椂便利价值对重游永久世博园意向 的标准化

路径系数分别为棸灡棽棽棻暍棸灡棸棿暍棸灡棽棾棿暍棸灡棻棾椂暍棴棸灡棸棻暍棸灡棸椃 棬表椂棭暎 值检验中棳
棻曻 暍 棾曻 的临界比值 灡棾棽棻暍棿灡棻棾 棬绝对值棭大于棻灡椆椂棳达到显著性水平棳 暍

通过了验证暎 棿曻 的临界比值棾灡棻棸 棬绝对值棭大于棻灡椆椂棳 值为棸灡棸棸棽棳 在

棸灡棸棻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棳在棸灡棸棸棻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椈 椂曻 的临界比值为

棽灡棸棻椄棳 值为棸灡棸棿棿棳 在棸灡棸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棳在棸灡棸棻水平上被拒绝暎
棽曻 的临界比值为棸灡椆椃棳 值为棸灡棾棾椄棳 假设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椈 曻 的临界

比值为棴棸灡棽棿棳 值为棸灡椄棸棸棳 假设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暎

表椂暋设定模型评价指标及检验结果

斣斸斺灡椂暋斣旇斿斿旜斸旍旛斸旚旈旑旂旈旑斾旈斻斸旚旓旘斸旑斾斻旓旑旙斿旕旛斿旑斻斿旓旀旚旇斿旇旟旔旓旚旇斿旙旈旙旐旓斾斿旍
假设 棻 棽 棾 棿 椂

变量关系 棻曻 棽曻 棾曻 棿曻 曻 椂曻 棻曻 棽曻 棾曻 棿曻 曻 椂曻
路径系数 棸灡棽椃棸 棸灡棸椆椆 棸灡棾椃椆 棸灡棾棽 棸灡棸棻 棸灡棸棸棻 棸灡棽棽棻 棸灡棸棿 棸灡棽棾棿 棸灡棻棾椂 棴棸灡棸棻 棸灡棸椃
临界比 椄灡棸棽椃 棻灡椆 椃灡棾棾棿 椄灡椆椄椃 棻灡棽椂 棸灡椂椂 灡棾棽棻 棸灡椆椃 棿灡棻棾 棾灡棻棸 棴棸灡棽棿 棽灡棸棻椄

值 灣灣灣 棸灡棸椃 灣灣灣 灣灣灣 棸灡棽棸椆 棸灡棸椆 灣灣灣 棸灡棾棾椄 灣灣灣 棸灡棸棸棽 棸灡椄棸棸 棸灡棸棿棿
结果 通过 拒绝 通过 通过 拒绝 拒绝 通过 拒绝 通过 通过 拒绝 通过

暋结论讨论

灡棻暋研究结论

暋暋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棳对上海世博会棻棾棸 位国内游客大样本数据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棳得出上海世博会国内游客感知价值维度包括服务价

值暍美感价值暍效用价值暍愉悦价值暍感知价格暍便利价值等六个测量维度模型棳这一结

论比较接近于同属重大事件的休闲暍庆典 棬节日棭旅游体验模型棳而与一般意义上的观

光暍包价旅游感知模型有一定的差异暎
暋暋从感知价值与行为意向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棳世界级博览会国内游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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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向受感知价值影响显著棳具体在感知价值的测量维度上棳效用价值暍愉悦价值暍服务

价值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棳依据路径系数的大小判断棳感知价值对行为意

向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效用价值棳其次是愉悦价值和服务价值棳而美感价值暍感知价格暍便

利价值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不显著暎
暋暋从感知价值与重游永久世博会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来看棳上海世博会临时性重大

事件中棳国内游客重游永久世博的意愿受感知价值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暎具体体现在感知价

值的各维度上棳服务价值暍效用价值暍愉悦价值暍便利价值对游客重游永久世博意向呈现

显著的正向影响棳依据路径系数的大小判断棳感知价值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效用

价值棳其次是愉悦价值暍服务价值和便利价值棳而美感价值暍感知价格对行为意向的影响

不显著暎
暋暋从感知价值与行为意向暍感知价值与重游永久世博会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比较可

以明显看出棳上海世博会国内游客的行为意向暍重游永久世博园意向的形成受效用价值影

响 大棳在感知价值维度中效用价值是影响游客行为意向暍重游意向的主导性因素暎这也

表明世博类重大事件游客更加关注的是参观游览世博园的精神收获棳即参观游览对知识暍
见识暍信息的获得棳这也是博览会类重大事件游客有别于休闲游客暍文化观光游客追求核

心价值较为显著的差异暎其次棳服务价值与愉悦价值也是影响游客行为意向暍重游意向的

重要因素棳从影响的路径系数看棳服务价值暍愉悦价值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比对重游意向的

影响更显著暎
灡棽暋启示与探索

暋暋上海世博园历经多年的建设棳运营时间棻椄棾天创下椃棾棸棸多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棳具有

投资大暍影响面广暍市场需求刚性暍时空不规则等重大事件的特征暎因此棳从游客行为视

角深入研究棳科学评价事件旅游者感知价值棳挖掘游客行为意向暍重游倾向与感知价值的

关系棳具有重要的意义棳研究成果可为国际性重大事件在我国的举办提供理论参考棳也为

后世博旅游开发与效益的衍生提供现实依据暎
暋暋上述研究结论对于重大事件在我国成功举办暍可持续发展以及后续开发带来很大的启

发棳从目的地建设上棳要深度挖掘和提升旅游吸引物的文化内涵棳 大程度体现世界文

化暍科技等主题领域发展 新成就椈产品设计方面棳由于世博会国内游客以年青群体为

主棳因此在项目设计与展示手段上要尽量突出参与性与互动性椈在目的地系统建设上棳在

加强产业要素建设的同时棳还要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棳保障重大事件有序举办暎在目的地营

销方面棳要重点突出旅游吸引物的内涵及其时代性棳项目设计与目的地系统建设暍事件结

束后产品开发等信息也是营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暎
暋暋本研究主要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顾客感知价值维度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棳然

而棳游客行为意向特别是重游意向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棳其形成不仅与旅游感知

价值相关棳还与旅游者个体特征暍行为模式暍旅游动机以及对后世博旅游开发信息感知等

其他因素息息相关暎因此棳构建一个多维的研究框架与模型棳能够更精确了解世博类重大

事件游客行为意向以及重大事件结束后重游意向的形成机理棳这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暎

暋暋致谢椇安徽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武真真暍张文静暍刘雪蕾暍牛幸暍刘筱暍郭

清暍瞿文凤暍邓洁暍韩平暍霍守华暍徐静棳以及旅游管理本科生杨柳暍徐玉玲暍倪彬彬暍
王美暍孟硕硕暍李学征暍张胜暍谢年顺暍吴磊暍徐志翔暍张翠等同学在问卷调查暍数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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